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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文论60年》

前言

新中国成立至今已经整整60周年，一个甲子了。这60年实在是个不平凡的60年。整个国家历尽曲折，
在曲折中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60年，可以一分为二，前30年与后30年。前30年是以阶级斗争
为纲的30年，又可分为两个阶段。这是人与人斗争的30年，斗争下来，整个国家伤痕累累，经济生活
几乎濒临崩溃。这后30年，在十届三中全会以后，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30年，是国民经济高速发展
的30年，问题很多，但是经济发展了，国家日益走向繁荣富强，人民的生活大为改善了。60年的文学
理论和国家社会的命运紧紧相连。从总体上说，60年间毛泽东文艺思想对于新中国的文艺发展起到了
方向性的指导作用，如文艺为人民服务、社会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注重文艺的社会功能、两个批
评标准、文艺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双百”方针等，这已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经典性表述。但是
前30年的文艺，置身于当时阶级斗争的大环境中，却成了阶级斗争的风雨表与政治斗争的手段，文学
理论失去了自身的独立地位，成了政治的附属品。文学理论自身的一些很有意义的问题，如现实主义
、写真实、题材问题、人物描写、文学是人学、文学研究方法等，在讨论、批判中都把它们变成了政
治批判。即使期间有理论上的反思、认识上的进步，但是随后马上就是新一轮的反复，教条主义、庸
俗社会学进一步肆虐，是一次比一次更左的斗争。这样就进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时代，进入新
旧文化备受摧残的时代。在不断的斗争中，大批的人是无罪的凋零与死亡130年里逐步形成的文化专制
主义，把文学与文学理论打成了一个死结！“文革”结束，百废待举。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方针的
指引下，文学自上而下地被宣布不再从属于政治，文学终于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获得了自己的身份
，文学与文学理论的死结终于被打开，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在中国只能如此。在这一时期文学生产
力的解放过程中，文学理论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随后是人性、人道主义的大讨论，是文学的审美
特性、真实性问题、形象思维、文学心理学、典型问题、文学是人学、文学向内转等与各种文学理论
问题的大讨论。同时各种外国文艺思潮的涌入与介绍，更加激发了我们文学理论工作者的探索热情，
出现了文学理论方法论年、文学观念年，不同的理论探索方法与多种文学观念，纷纷涌现，自然其中
也夹杂着不少浮躁的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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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中国文论60年: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年刊(2009年卷)》是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2009年度年会会
刊，收录了关于建国60年来文艺理论研究、文艺理论基本问题研究、古代文论研究、外国文艺理论，
以及理论专题研究等方面的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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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新中国文学理论60年(代序)(钱中文)1.60年文艺理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理论60年(童庆炳)共和国60年文
学理论的理想诉求及其嬗变(姚文放)新世纪文学史理论研究的新格局、问题意识及方法范式(党圣元)
“形象思维”的发展、终结与变容(高建平)中国文论的西化历程(曹顺庆邱明丰)回到起点：恶魔还是
福音——大众文化30年再思考(金元浦)论新时期文艺理论的开放性特征(谭好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研究30年(丁国旗)诗教研究60年(杨子彦)论中国文学批评的萌芽问题(谭德兴)同风车作战——新中国成
立后批判自然主义的特点(张冠华周文娟)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两种权威文论话语及其相互关系(泓峻)2.文
艺理论基本问题析“文艺理论的危机”(王元骧)现代中西艺术教育比较研究的启示(曾繁仁)文学艺术
多重本质之构造式关系(毛崇杰)当代中国文学的自主性与公共性的关系(陶东风)文学研究状况的转换(
张荣翼)文学批评史研究中的“历史化”问题(杜吉刚)艺术的自主性——一个概念的文化社会学之思(
杨向荣)文学存在方式研究：当代文学本体论的有效探索(单小曦)面向文学实践的理论转向——关于“
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思考(马大康)3.古代文论研究新时期以来古代文论研究中存在的几个主
要问题(黄念然)他山的石头本土的玉——中国文论话语重建的可行性路径(李建中喻守国)关于文学遗
产继承问题的若干思考(唐晓敏)超越范畴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法的思考(姜金元)中国古代规
范化诗学的重构(樊宝英)Y道家生态美学视域中的跨文化文学比较(李天道)滋味说在象征诗学中的意
义(戴冠青)词体论中“小道”、“诗余”说及其演变(祁志祥)去古：杨慎对六朝诗歌与唐诗关系的发
现(方锡球)4.外国文艺理论危机语境与修辞概念：突降法、田园模式与社会反射性(泰勒斯·米勒文杨
彬彬译)日常生活的奥秘——米歇尔·德·塞尔托与文化分析(莱纳·温特文刘颜玲译)论文化科学(麦
克·瑞恩文程艳译)拓展文艺学的理论空间——俄罗斯文论大家论文艺学建设(程正民)爱泼斯坦与俄国
形式主义文化美学(张冰)一种群论视角的缺失与理论盲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指瑕(张开
焱)激进的空间：试论福柯的空间化转向与本质性写作(赵奎英)前苏联文学决议与中国50年代的文学批
评(庄桂成)理论的终结与重生——伊格尔顿对文化理论的思考(柴焰)阿恩海姆美学的研究现状(史风
华)5.理论专题研究李泽厚对实践美学的创建和修补(封孝伦)全球化语境中文艺学建构的西论中化(高
楠)论蒋孔阳先生50年代的文论思想(朱志荣)我国民族文学理论与方法的历史、现状与前瞻(刘俐俐)“
境界”说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毛宣国)后价值视野与悲剧品格——农业合作化小说批评方法反
思(杜国景)在跨地域与跨性别中对话——中国大陆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回应(林树明)王国维与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二题(李健)何谓“后女性主义”(postfeminism)——兼论女性主义理论的历史分期(黄
华)“美术”在东方文化历史语境中的生成(林早)超越实用功能：消费文化与当代产品的符号化趋向(
龚小凡)“网络雷词”：议程设置和游牧式主体(张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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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56-1957年上半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段。在这个时段可以用毛泽东的话说是“春天来了”。毛泽东
的“春天来了”是一种象征的说法，它所反映的是当时中国的实际，即经过几年的努力，社会主义改
造已经提前完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全面开始。“1956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
国内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际上，整个形势趋向缓和，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比如10年或者更长
的时间，战争打不起来。在国内，三大改造接近基本完成，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资产阶级
将不再存在，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正在向着
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转变”。毛泽东在这一年发表他的《论十大关系》，所论述的就是这种转变。
中国共产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也在这一年召开。大会的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明确了当时社会的矛盾“
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
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提出党和国家的主要
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其实，毛泽东早在1956年1月25日就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
解放生产力。”就是说，在1956年，建设的主题凸显出来了，阶级斗争被认为“解决”了。这种巨大
的转变不能不反映到文学艺术及其理论方面。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我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区委书记会议上还谈到这一点，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艺术
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百花齐放是
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
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朵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
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
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
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毛泽东的讲话精神通过各种
渠道传达下来，如当时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向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的讲话，讲话传达了毛泽东的精神精华，并更为系统和具体：“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
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
和保留意见的自由。提倡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尖锐的学术争论。批评和讨论应当以研究工作为基础，
反对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应当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反对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应当容许被批评
者进行反批评，而不是压制这种反批评。应当容许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实
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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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中国文论60年: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年刊(2009年卷)》是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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